
本报讯（记者 刘冰凌 通讯员 张静
秋）“天一黑，路边的太阳能路灯就会自
动亮起来，到处都亮堂堂的。”香龙镇九
峰庙村村民李大爷高兴地说道。近日，
香龙镇香伏路（香龙加油站——九峰庙
村高家桥）沿线的154盏太阳能路灯投入
使用，为香龙镇双龙村、香炉村、九峰庙
村村民照亮了夜间的出行路。

“有了路灯，我们吃了晚饭也可以出
来散散步、跳跳舞，再也不用担心晚上出
门黑灯瞎火了。”说起公路边刚刚安装的

太阳能路灯，村民们最感谢的还是爱心
企业家罗瑞银，罗瑞银是土生土长的香
龙镇九峰庙村人，也是香龙镇商会成员
之一，他在广东打拼多年，成立了自己的
公司。2023 年春节期间，罗瑞银回到家
乡探亲过年，他发现家乡交通发达，公路
可以直通家门口，道路也干净整洁，可是
一到夜晚，由于照明条件不好，家家户户
都是关门闭户的，休闲娱乐活动也特别
少，他立即决定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
实事。

经过香龙镇招投标后，今年3月初，
中标的施工 队 在 香 伏 路（香 龙 加 油
站——九峰庙村高家桥）沿线开始安装
太阳能路灯。经过一个月的施工，香伏
路（香龙加油站——九峰庙村高家桥）
沿线安装了 8 米高的太阳能路灯共 154
盏，共花费了 24万元。这24万元均为罗
瑞银捐赠。香伏路（香龙加油站——九
峰庙村高家桥）覆盖 3 个村 16 个组，受
益群众有5000余人。罗瑞银说，“我希望
这批路灯不仅能照亮美丽乡村，更能点

亮村民的新生活，同时也希望更多家乡
的企业家能够加入到公益事业中，为群
众多办实事，为家乡的发展奉献爱心、贡
献力量。”

据了解，这不是罗瑞银第一次为家
乡做实事了，早在 2019 年，他就为九峰
庙村 15.6 公里的村级公路（含院坝）捐
赠安装声控太阳能路灯 315 盏，价值 40
多万元。这些太阳能路灯不仅为村民
出行提供了便利，还极大地改善了村容
村貌。

爱心企业家致富不忘家乡
捐赠路灯照亮乡邻幸福路

惠及5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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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 通
讯员 冯蔚）5 月 11 日，记者了
解到，区工投（集团）公司积极
做好投融资工作，确保对接机
构“广”、工作措施“细”、考核
指标“硬”。

据了解，该公司通过实地
走访、召开银企座谈会等方
式，对接银行、证券、信托等金
融机构 30 余家，签订了业务
合作协议 10 余个，金融机构
授信金额提升了 30%；以“线
上+线下”多元化路径和形式
开展了调研见面会、策略分享
会等投资人交流活动 6 次，吸
引银行、证券、信托等机构100
余家，目前在推融资项目有26

个，涉及金额 110 亿元。同
时，完善融资工作制度，细化
融资报表、融资台账、融资统
计，对外投资每月形成投资
管理报告，每半年进行评估
审计。今年以来，印发相关
制度 2 个，完善相关报表、台
账 10 余张，评估审计对外投
资企业 7 家。此外，将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率、国有资本经营
收入、融资到位额等指标纳
入年度目标考核，围绕全年投
融资任务，分解具体任务 24
项 ，细 化 任 务 推 进 措 施 53
个。2022 年，该公司完成全
年融资任务102%，完成对外投
资任务104.3%。

区工投（集团）公司

做好投融资工作

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
讯员 赵影艺）5 月 14 日，区
科协联合区农技协联合会在
云门街道铁家村召开油菜机
收现场培训会，20 多名油菜
种 植 户 参 加 此 次 现 场 培 训
会。

“杂粮收割机不仅可以收
割 油 菜 、高 粱 、玉 米 等 农 作
物，还可以降低收割中的农
作物损耗。”此次培训重点向
油菜种植户们讲解杂粮收割
机等相关知识。培训现场，
技术人员向种植户们现场讲

解 了 杂 粮 收 割 机 的 作 业 要
求、注意事项、操作规范以及
农机安全生产常识等方面的
内容，并耐心解答种植户们
的问题。同时，技术人员还
现场指导参训人员驾驶杂粮
收割机进行实操，让参训人
员对杂粮收割机有了更直观
了解。

下一步，区科协将进一步
加大科技助农工作力度，联合
相关农业协会，适时开展农技
培训，切实提升广大农民的科
学文化素质。

区科协

组织开展油菜机收现场培训

本 报 讯（记 者 周云）5
月 15 日，我校地合作文艺工
作调研座谈会在久长街小学
举行。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区文联主要负责人及在
合高校文艺专家、合川各大
文艺协会负责人参加调研座
谈会。

会议通报了我区文艺创
作 情 况 及 文 艺 创 作 方 向 。
会上，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艺
术学院院长杨璟建议，校地
合作打造文艺活动品牌，通
过活动促进创作；建立文艺
家智库，加大人才引进与储
备 ；加 强 文 学 评 论 力 量 ，以
文 学 评 论 引 导 文 艺 创 作 。
重 庆 对 外 经 贸 学 院 音 乐 舞
蹈学院院长王婕建议，依托
钓鱼城、陶行知、卢作孚、于
成龙等创作音乐、影视和融
媒体作品，以文艺作品讲好
合川故事，希望文艺主管部
门支持高校申报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姜百瑞建
议，加强校地合作沟通，依托
合川山水人文资源加大艺术
创作，促进高校艺术成果产
业化，以艺术成果产业助力

地 方 文 旅 事 业 发 展 。 重 庆
对 外 经 贸 学 院 影 视 融 媒 体
学 院 常 务 副 院 长 王 杨 丽 建
议，加强校校、校地、校企合
作 ，以 活 动 办 赛 事 、以 赛 事
促 创 作 、以 创 作 抓 项 目 、以
项目创品牌，为宣传推介合
川 打 造 有 影 响 力 的“ 爆 款 ”
作品。

会议强调，有关单位将
认真梳理、吸纳与会专家意
见建议，进一步深化校地文
艺合作，借力借智，支持高校
抓好精品文艺创作，将高校
优秀文艺作品纳入区文联文
艺资助项目；借船出海，将高
校获奖文艺作品纳入区文联
奖励扶持范畴，借助高校文
艺作品的影响力促进合川文
艺创作上档升级；借鉴观行，
吸纳高校文艺专家进入各大
文艺协会领导班子，将高校
艺术专家请出来，让地方文
艺工作者走进高校，真正实
现校地融合，相互借鉴，共同
发展；整合高校、地方文艺资
源，借助高校文艺展示平台
开展校地文艺活动，进一步
提升校地文艺作品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

我区举行校地合作
文艺工作调研座谈会

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
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有数字技术赋能，有绿色品质保障，
立足延链升链强链，各类产业必定能越
做越“牛”，蹄疾步稳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走进吉林长春皓月集团沃金黑牛养
殖示范基地，耳畔是悠扬的钢琴声，眼前
1.5 万平方米的基地干净清新，800 头育
肥期的黑牛听着音乐，或进食，或踱步，
或是在仪器下“享受按摩”。

在这个基地，养牛靠高科技，起关键
作用的是大数据。每头牛都有编号。一
扫编号，牛的月龄、进食、免疫状态，以及
在各月龄吃了多少饲料、育肥各阶段长
了多少斤肉，都一清二楚。这些膘肥体
壮的沃金黑牛，是皓月集团自主繁育的
专利品种，其饲养技术、生长环境等都不
同于普通肉牛。

如此重金养牛，能赚钱吗？相关负
责人算了一笔账：每头沃金黑牛重约750
公斤到850公斤，平均出450公斤肉，按品
质分为 5 个级别出售，每公斤售价 90 元

到2600元不等。按每公斤均价300元算，
一头牛光牛肉的销售额就能超过 13 万
元，相当于一台普通家用轿车的价格，

“四个蹄子”追赶上了“四个轮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

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
技、在人才。”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
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在科技创新中提升品种质量、筑牢种质
安全，在大数据支撑下变革养殖结构、优
化养殖流程，将传统肉牛养殖发展为覆
盖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在内的
全产业链，体现了精准农业优质、高产、
低耗的特质，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缩影，
对更多农业领域用好科技手段具有借鉴
意义。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化赋
能的养殖业拥有广阔市场。基地负责人
未曾想到，尽管这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
但企业产值非但没有下跌，反而逆势上
扬。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健康更重视，
对消费品质要求更高。从这个角度看，

依托数字化养殖，高品质的牛肉得到消
费者青睐，深受市场认可。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升、消费理念的升级、饮食结
构的优化，数字机遇带动的产业发展、产
品提质，必将助推市场更加繁荣。

加快低碳循环、绿色发展，转型升级
的养殖业潜力巨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大力发展青贮饲料，加快推进秸
秆养畜。”吉林省正在实施的千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是“秸秆变肉”的一个缩影：玉
米秸秆做饲料，无污染；靠技术来养牛，
不愁卖。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积极布局

“秸秆变肉”的信息化建设，研发应用智
慧畜牧数字化平台。更多农户、养殖户
转变种养方式、实现种养结合，农业就能
循着绿色发展路径，进一步提质增效。

立足延链升链强链，多元化深加工
的养殖业空间广阔。一头牛身上几乎都
是“宝”，一头牛牵着一条产业链。比如，
除牛肉可以食用消费外，牛皮通过加工，
能制成几百上千元的皮鞋皮包皮衣，也
能卖给企业制作汽车饰品；牛骨和软骨
可提取钙粉和硫酸软骨素；牛肺和牛小

肠可提取肝素纳，由牛心包膜加工的生
物瓣膜还能模拟人体瓣膜功能。如今，
吉林用工业化方式、大数据思维谋划现
代肉牛产业发展，形成了包括肉牛养殖、
反刍饲料、食品加工、生物大健康、制革
和有机肥在内的全产业链。这启示人
们，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立足全产
业链谋划协作，深挖产业价值、拓宽产业
路径，就能让产业链越延越长，把产业集
群越做越大。

采访时听到这样的感慨：牛产业越
做越“牛”了。看当前，“四个蹄子”赶上

“四个轮子”，折射出农业现代化的新活
力；作为汽车城的长春，“四个轮子”也驶
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拓宽着工业现
代化的新路子。无论是“四个蹄子”还是

“四个轮子”，都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更多人更好
地享有现代化生活。向未来，有数字技
术赋能，有绿色品质保障，立足延链升链
强链，各类产业必定能越做越“牛”，蹄疾
步稳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2023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数字化赋能养殖业前景广阔
○孟海鹰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记者 姜琳）15日，人社部、教
育部、科技部等十部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推进实施百万就
业 见 习 岗 位 募 集 计 划 的 通
知》，决定实施百万就业见习
岗位募集计划，帮助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提升就业能力。

据人社部就业促进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计划聚焦离
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和 16 至 24 岁青年，全年将募

集不少于 100 万个就业见习
岗位，确保有见习意愿的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都能获得见
习机会。

通知明确，对见习单位
提供补贴支持，对吸纳就业
见习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就
业 见 习 补 贴 。将对见习期
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
同的，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
限见习补贴政策延续至 2023
年底。

人社部等十部门

实施百万就业
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近日，龙市镇稻渔
基地迎来了小青虾虾苗
投放的最佳时期。图为
5 月 15 日，龙市镇钵耳
村10组的小青虾养殖基
地，农户在稻田中投放
虾苗。当天该基地投放
了3000余斤虾苗。

通讯员 柳红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鹏）记者从
教育部获悉，自教育部部署 2023 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以来，各地
各高校深入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行
动。截至 5 月 3 日，共有 2415 所高校参
与行动，走访用人单位 17.1 万家，新开
拓就业岗位253.1万个。

各省级教育部门充分结合本地高
校学科专业布局和企业用人需求，集中
组织高校与企业进行对接。例如，甘肃
省教育厅组织全省 50 所高校分批次前
往 20 座城市，走访企业 740 家。四川省
教育厅组织西南交通大学等 10 所高校

赴深圳市有关企业走访，新开拓就业岗
位1200余个。

各高校书记、校（院）长等广泛开
展企业走访，就人才供需对接、校企
合作协同育人等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与合作。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领导带
队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等 单 位 走 访 ，创 新 开 展“ 职 场 我 做
主·拓岗新先锋”学生访企拓岗促就
业社会实践活动。中南大学、长春理
工大学、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等院
校领导走进企业、园区，聚焦行业领
域人才需求，持续深化校企多领域合

作。此外，高校二级院系突出学科专
业精准对接，院系领导班子和学科专
业负责人积极联系用人单位，认真了
解企业用人需求，深入开展人才培养
合作。

据介绍，教育部 2022 年首次启动
“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
专项行动，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就业岗
位，深入开展社会需求调查。2023 年，
该行动参与范围扩大至高校二级院系
领导班子成员，带动高校全员深入参与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与此同时，各地各高校注重用好

校园招聘主渠道，抓住求职招聘关键
期，开展“万企进校园”招聘活动，为
毕业生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提供便
利。截至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开展线下
大型招聘活动累计 12.5 万场，参会企
业 145 万余家，提供岗位信息 3511 万
余个。

记者了解到，为持续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教育部将在 5 月举办 2023 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活动，开展“百日
冲刺”系列活动，更大力度拓展岗位渠
道，优化指导服务。

教育系统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
新开拓就业岗位250余万个


